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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泊尔的职业养成理论认为，人的一生本质上是成长与探索的过程，是以自己的兴趣和

能力获取知识以应对职业需求的过程。中学生实际上都处于职业养成的探索阶段。本文探索

了此阶段中学生应该做出的课程选择及其深远影响，并对促进职业养成的相关理论及其有效

干预进行了评价。  

 

                                     引言 

个人工作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历代哲学家和学者已经认识到个人工作的重要

性，并指明找到一份工作是人生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工作在许多方面标志着我们的身份、

个性、习惯以及生活方式。找到合适的工作可能会使我们一生感到满足，反之，找不到合适

工作可能会导致自尊感下降，自我效能感降低，生活满意度不高，甚至抑郁（Csikszentmihalyi 

& Le Fevre, 1989; Haworth & Hill, 1992; Wang, Lesage, Schmitz, & Drapeau, 2008; Warr, 

2007）。研究显示，那些对工作满意的人能体现更高的责任感、展示更强的能力及创造力，

并表现出更高的生活适应能力（Auty, Goodman, & Foss, 1987; Henderson, 2000; Mueller, 2003; 

Stott, 1970）。 

职业养成不仅仅是一个目的，更是一个过程。不幸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职业养成的需

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年幼的中小学生来说过，虽然职业探索机会有限，但经常会

遇到学习和生活方面的重大选择。因此在某些普通高中，学校要求学生选修一定的学习课程

(POS)，使其掌握必要的技能，为毕业后继续升学或者就业作准备。接受职业技术教育（CTE）

的学生，经常需要选择特定的职业领域，尽管许多学生毕业后并没有继续从事这些职业

（Bishop, 1989; Levesque et al., 2008）。CTE学生的学习课程都遵循一定的职业轨迹，有严

格的学术标准和职业课程标准，这些被称为职业群。然而，很多时候，社会几乎从未为这些

学生提供从事职业探索的机会，为其提供的毕业后可供选择的相关有用信息也很少

（Dykeman et al., 2003）。其结果是，职业养成往往成为普通教育课程的副产品，职业探索

也逐渐沦为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精神层面的想象而已。                               

 

促进职业养成的必要性 

本文所阐述的学习课程，其最核心的宗旨就是为学生提供必须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学术能

                                                        

注：*本论文原发表于美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CTER）2008年第三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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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便为其中学阶段后的继续升学或就业做些铺垫，让学生向选择的职业领域顺利过渡。

但是，中学阶段的学习课程和中学后的就业行为之间似乎缺少连贯性。例如，莱维斯克等

（2008年）对国家教育统计中心进行的调查进行了概括，得出 11种不同的结果。他们发现，

学生在中学所获得的学分与调查时所从事的职业没有直接的联系。米勒和格雷（2002）发

现，那些完成了中学阶段的职业技术预备课程的学生虽然参与中学后教育和培训的比例很高

（91％），但是这些学生在毕业后只有 45％继续在同一职业领域工作。同样，由毕绍普进行

的综合研究（1989）发现，接受职业培训的中学生毕业后只有不到一半从事与培训相关的

职业。 

    导致这种连续性断裂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在很大程度上，职业技术教育忽略了学生职业

养成的作用，而过分强调技术准备（e.g., Schmidli, 2001）。虽然技术准备是学生通向工作领

域必不可少的，但是学生更需要职业探索去帮助其有效地指导各种尝试。本文的目的就是在

职业技术教育学习课程框架内，运用职业养成理论探讨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苏泊尔

（1990）的生命过程理论；其次介绍了学生职业养成的现状；最后，倡导对学生职业养成

做出有的放矢的设计。 

 

                         职业养成生命过程理论 

    苏泊尔（1990，1996）的生命过程理论认为，职业养成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一阶段的

职业养成预期不同。在长达 60年的时间里，苏泊尔理论随着研究深入和社会变迁不断发展

演化，最终在最近的《苏泊尔、萨维科斯及苏泊尔》一书中形成经典论述。同其他复杂的研

究领域一样，不同的职业发展理论经历了一个既相互融合又分道扬镳的过程，从而编织出一

条以理解如何规划职业以及为何规划职业为目标的复杂路径。然而，大多数职业理论的核心

是相同的：努力对“个人的工作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过程”进行解释（Arthur, Hall, 

& Lawrence, 1989, p. 8）。 

 

苏泊尔理论概述 

    职业养成过程对每个个体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如性别、种族、能力、个性、社会经济地

位、家庭、地理位置和机遇等因素都会在个体的职业养成过程中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苏泊

尔的理论基础包括人生阶段、职业任务与自我概念（Patton & McMahon, 2006）。生命过程理

论认为，职业养成在青少年成人之际并不会结束，而是一生都在继续，职业成熟感在持续增

强。苏泊尔及其同事的工作“改变了人们对职业选择的看法，职业选择不是一种静态的、瞬

时事件，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职业养成被视为一种生命的演变过程”（ Patton & 

McMahon, 2006, p. 53）。此外，苏泊尔认为，许多因素会影响职业养成，如社会学习经验、

个性养成、人的需要、价值和能力等，并在导言中强调了这些观点及拱门模型（苏泊尔，

1990）。  

苏泊尔的理论是阶段养成理论与社会角色理论的结合（Super et. al, 1996）。它指出，人

通过五个阶段的职业养成过程而不断进步，包括成长、探索、创业、维持和衰退。应该指出，

苏泊尔的理论不是一个僵化的阶段理论，个体驱使他/她从一个年龄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年龄

发展，这一过程称为最大循环（maxicycling）。苏泊尔认为，五个阶段的运转可能是一个灵

活的过程，在生命的不同时期人们通过特定阶段循环。苏泊尔把这一过程称作最小循环

（minicycling）。针对这一目的，本文对青少年探索阶段的传统做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苏泊尔的职业养成生命过程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职业自我概念与职业成熟。苏

泊尔（1957）认为，成长阶段从儿童开始，青春期产生各种行业概念，并开始养成其职业

或事业自我概念。詹南托尼奥和赫利-汉森（2006）把常人所说的自我概念定义为“个体能

力、人格特质、价值观、自尊和自我效能”（ p. 320）。职业自我概念包括与个体职业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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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Super, 1963）。这种职业自我概念随着个体通过家庭、学校、社区、媒体以及其他资

源接触到各种职业而不断增强。通过这些经验，青少年养成了自主意识和行业意识，开始培

养与工作有关的技能和习惯，并逐渐树立榜样，不断认识自己的能力进而更好地了解自己的

兴趣（Patton & McMahon, 2006; Super et al., 1996）。  

    在探索阶段，个体通过职业调查、教育培训和实习实践及其他与工作相关的体验而养成

其职业身份。他们审视自身，了解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逐渐养成其自我概念。苏泊尔（1957）

认为，个体通过与其职业兴趣和能力匹配的探索过程应用其所学知识，把自我概念应用到工

作和生活角色中。此外，布卢斯坦（1988）提出，从本质上而言，探索是由天生的好奇心

激发的。  

在创业阶段，个体试图建立一个有利于职业养成的稳定的工作环境。对个体来说，本

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在职业环境中保持其角色稳定。个体会致力于职业能力的提高，并以此增

强其工作责任意识（Patton & McMahon, 2006）。 

在维持阶段，“个体关注的是维持其自我概念与目前的工作状态”（Giannantonio & 

Hurley-Hanson, 2006, p. 323）。然而，个体可以决定对其维持阶段的职业做出改变（例如，

移动到其他位置或组织或转换职业）。根据苏泊尔的理论，这一阶段个体会建立阶段的循环

——所谓的最小循环。然而，对个体来说，其中心任务是维护其已有的职业岗位（Patton & 

McMahon, 2006）。  

最后阶段，衰退阶段，指的是离开工作环境的过程，通常以退休的形式出现。在这个阶

段，个体在为退休进行规划的过程中，开始减少其工作量，最后脱离工作环境。在上述所有

的阶段中，个体通过其经验形成并固化其自我概念。与此同时，职业成熟随着一个人年龄的

增长而完善，随着各个阶段的进展而进步。这种成熟感伴随着各种养成活动的准备而增加，

包括生物活动、社会活动和社会期望（Super,1990年）。在以下章节中，会深入探讨这一过

程，包括对相关研究的讨论。最后，针对 POS（课业规划）在职业养成过程中可能会发挥

的作用进行研究。  

                                  探索案例  

《萨维克斯和苏泊尔》（1993）一文指出，个体在童年时代开始养成职业有关概念，

在青少年时期得到加强并逐渐将职业养成视为判断青少年时期职业成熟度的关键要素。探索

意识在青少年时期也逐渐加强，并持续到成年早期（14—24）。显然，在此年龄范围内的

个体通过教育和工作经验寻求职业探索机会。这些尝试会帮助其确定相关职业愿望与选择，

进一步养成职业身份（Patton & McMahon, 2006）或职业自我概念。职业自我概念的定义是，

“与职业相关的个体各种自我属性的聚集，不管其是否已被转换成一种职业偏好”（ Super, 

1963, p. 2）。乔丹（1963）认为，职业探索包括对职业范畴自我概念的阐述能力，对与自

我意识相关职业的理解的拓展能力，以及把这种职业自我意识运用到相关活动中的应用能

力。 

    探索阶段由三个子阶段或任务构成，它包括成型（crystallization）、细化（specification）

和实施（implementation）三个阶段。处在探索阶段的人会追寻对自我以及世界的认知，并

努力增加对现实的理解，也会尝试和寻求新的经验和观念。在探索过程中，个体可以通过缩

小选择面来明确自身的职业兴趣，然后细化职业选择，最后通过培训、教育和工作来实践职

业选择。  

    埃里克森（1959）认为，一个人的职业身份对于其个性特征的发展至关重要。他说：

“一般来说，困扰青少年的主要问题是不能解决其职业身份”（Erikson, 1959, p. 92）。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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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断反映了促进青少年参与探索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探索被认为是青少年一般身份的形

成，是促进并帮助其养成职业感的关键。此外，身份养成与职业决策是密切相关的，因为那

些职业兴趣养成很好的个体也显示了较强的整体自我意识（Blustein, Devenis, & Kidney, 

1989; Vondracek, Schulenberg, Skorikov, Gillespie, & Wahlheim, 1995; Weyhing, Bartlett, & 

Howard, 1984)）。苏泊尔与埃里克森的工作证明了一般身份养成与和职业身份养成的双向

影响：如果没有自我意识或个性，一个完美的职业似乎是遥不可及的；如果不能了解自我，

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几乎不可能。  

研究工作已经将一般身份养成与职业身份养成链接起来。而且，这些链接显示，一般

身份养成和职业身份养成的联结有助于职业决策。例如，古什、斯坎伦、潘策和克拉克（2006）

研究了美国黑人学生的职业养成后发现，职业探索过程参与度越高，职业决策的自我效能便

越强，职业自我概念的差异便越大。在对拉美裔学生的类似研究中，古什、克拉克、潘策与

斯坎兰（2006）发现，那些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水平更高的学生其身份区别度更高，职业探

索过程的参与度也更高。肖夫纳和纽瑟姆（2001年）对资质禀赋较好的青少年女性进行了

一项研究发现，职业探索和责任与这一群体特性的身份养成有着极大关系。这些研究揭示了

探索对职业身份养成的影响，表明参与探索活动推动了职业养成的进程。关于探索对职业养

成的重要性还有一个案例，拉潘、奥亚基和凯森研究（2007）发现，那些参与过职业养成

探索强化课程的学生生活角色转换更快、工作方向感更强、生活满足感更高。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联系，华莱士- 布洛斯舍斯，塞拉菲克和奥斯帕沃（1994）进

行了一项基于探索与身份定位构想的研究。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些建构作为职业养成过程的基

础的论据。他们发现，学生的身份地位在预测职业确定性、决策、探索和规划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具体来说，相比那些苦恼于尚未形成身份的学生，成功确定身份的个体的职业决策

与规划水平都更高。年龄和性别对探索和职业决策的影响中，年龄较大的学生比较小学生参

与更多的探索，女性比男性参与更多的规划和探索活动，女性的职业决策水平更高。这一发

现支持了探索与和明确（crystallization）之间的联系，该研究中的女性似乎通过探索过程最

终形成其职业兴趣。总之，这些研究提供了支持职业探索与职业身份养成联系的证据。此外，

他们还提供了探索活动与有目的的职业养成尝试需要的证据。下面提供的是对参与职业技术

教育课程的学生的探索活动的研究。  

                      K – 12环境和职业技术教育课程研究的探索  

   有证据表明，成长和探索有助于个体养成职业身份并做出深思熟虑的职业决策。那么学

校应当采取哪些行动帮助学生进行职业探索？那些就读于传统教育课程的学生与提前就读

于 CTE课程的学生在职业探索结果方面有什么不同？ 

中学职业养成的各种尝试都被描述为碰运气，因为学生显然不会得到全面的指导服务，

也不会从事职业规划活动，以帮助其实现职业目标（Hollenbeck & DebBurman, 2000; Hughes 

& Karp, 2004）。布洛赫（1996）对中学校长和辅导员的一个多状态调查表明了 K – 12课

程体系对职业养成关注的缺失，调查显示学校对学生的职业养成缺乏责任，特别是那些面临

辍学危险的孩子。埃尔格（2004）历经 10年对一组学生的职业养成情况进行研究，在此期

间他分六次收集了整个 K-12教育经验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学生们对学校帮助其参与职业养

成活动的满意度呈中等水平。  

其他的样本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中学生并没有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经验和信息。

其实凭借这些经验和信息，他们本可以更好养成职业身份，并通过职业养成的成长和探索阶

段来帮助他们取得进步。伯利和诺斯（2005年）汇报了美国大学测试（ACT）进行的一个

Generated by Foxit PDF Creator © Foxit Software
http://www.foxitsoftware.com   For evaluation only.



 5

大规模研究，其中 8、9、10三个年级 2942人完成了教育规划统计调查。这项调查涉及到

教育规划与决策中的教学计划、课程选择以及学校、家庭和朋友在教育规划与决策中的作用

等问题。报告说超过 77％的学生计划上大学，然而，这些学生中只有三分之二把中学课程

描述为大学预备课程，这说明在职业指导和课程选择之间存在脱节。至于探索，近四分之一

（22％的样本）显示，他们还没有开始考虑教育、培训和工作方案，他们在中学毕业后才

考虑这些问题。此外，虽然大部分样本已设立教育或职业目标，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其中。

这些数据与苏泊尔的理论构建相比，多数样本的职业目标已经确定，只是尚未采取具体的措

施让目标成为现实。结论是，中学生由于没有学习必要的且能为中学后教育做铺垫的课程，

再加上中学后可供选择的信息有限，缺乏全面探索，导致其失去很多职业养成的机会。 

虽然（中学生）针对于职业养成的尝试看似匮乏，但有证据表明，在进行 POS 设计

时，如果能加入一些职业教育的前期课程，如职业路径、就业指导、技术预科、职业吸引力

教育等，就更能促使学生参与职业养成活动，即使不是直接的话，至少也是迂回的。这表明

职业养成可能是参与这些课程的一个副产品。下面的研究将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对于 CTE 课程对职业养成的影响，很少有过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然而，已经有人开

始对就业指导的课程当中应该涵盖的职业养成做了一些研究。例如，佩里、德瓦恩、达菲和

万斯（2007）研究了在 STW（从学校到工作）项目中部分城市学生的自我效能。定性措施

发现，那些参与课程的学生表现出更切合实际的学术自我效能感，在完成学术任务时拥有更

好的策略。此外，本斯、亚夫诺夫和多伦（1997）报告说，那些高中学生，不管是否残障，

只要他们参加了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并获得了一些社会经验和职业技能，他们就更有可能在

毕业后一年内从事有竞争性的工作。此外，在求职时拥有职业认知技能，也是学生在操作能

力方面的一个预测因素。应当指出，一些专家已经对提供职业养成机会的 STW课程进行了

争论（e.g., Hanson, 1999; Lent & Worthington, 1999; Worthington & Juntunen, 1997）。最近，

一些专家宣布 STW课程已经改进了中学阶段职业养成的效果（Gray, 2000; Visher, Bhandari, 

& Medrich, 2004）。  

 

在一篇题为《与课业规划：技术准备、职业路径和青年实训相近的先前三次改革效果

分析》的文章中，研究者联系作为 POS先导的 CTE项目参与情况，深入考察了学生们的职

业相关行为。这包括入学率检查和中学后教育与培训课程连续性。此外，莱克什等（2007

年）研究了 CTE中学生进入社区学院的入学考试并发现，在一些职业环节，这些学生比非

CTE学生显得为上大学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与非 CTE学生相比，完成 CTE课程的学生：（1）

感觉到更好地做好了上大学的准备，（2）认为他们的高中课程学习已经为大学课程提供了

必要信息，及（3）有明确的职业目标和计划。布拉格等人（2002）在一项研究中调查了

4600名参加了技术预科学习学生的学习结果。该研究发现，大约 65％的对象注册了某种形

式的中学后教育。此外，参加了技术预科的学生比非技术预科学生学习结果可能更好。  

克雷恩等（1999 年）对刚结束职业吸引力课程的学生做过研究。他们发现，学习过

职业专门课程的学生，明显地报名参加了更多的大学课程的学习，不仅如此，他们上大学时

还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更多的支持，并且与职业感较强的学生更能相处。他们也不太可能出

现冒险行为。作者的结论认为，那些开设职业吸引力的学校创造了一种倡导辛勤工作、无私

奉献和目标可持续性的校园文化，从而建立了学生的职业身份。同样，弗拉克斯曼、格雷罗

和格雷琴（1997年）的研究表明，开设职业吸引力的学校的学生，对比另外一个由普通高

中学生组成的群体，明显参加了更多的职业相关课程。开设职业吸引力的学校表现出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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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长和发展的诸多因素有更多的理解，自我效能感更强，对其综合能力和专业技能更加自

信。对中学后开设职业吸引力的学校学生的研究显示，他们更有可能上专科学校，与普通综

合中学的毕业生相比有可能选择更多的大学学分课程，更有可能追求专业性较强的职业。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肯普尔和威纳（2008）研究了职业学校对

教育成就和转型的长期影响。该研究结果是以随机选择的职业学校学生和未允许进入职业学

校学习的学生的一个对照组的数据为基础的。这种随机指派有力地证明了职业学校的经验发

挥的独立作用。就读职业学校的学生被发现有几个优势：（1）他们更有可能选择与职业有

关的课程，凸显职业意识和参与职业养成活动，（2）选择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以及（3）

呆在学校的时间更长，出勤率更高，获得的学分更多。此外，与非职业学校学生相比，大约

80％的学生获得了职业学校的高中文凭，大约 50％获得了中学阶段以后的文凭。  

最后，在一项技术预科课程研究中，贺什、西尔弗伯格、欧文和郝西（1998）报告

说，从事技术预科的学校除运用不同的方法使学生熟悉职业选择外，更加重视职业指导和养

成。这些方法包括职业探索软件、职业养成课程、招聘会、用人单位信息发布会、工作场所

实地考察、工作见习和学校就业咨询中心。此外，独立的学习经验一直影响着职业自我效能

感，这又明显地影响职业兴趣和决策（Tang, Pan, & Newmeyer, 2008; Turner & Lapan, 2002）。 

连续性是参与 CTE课程的学生职业养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连续性有两个意图：（1）

参与中学后教育/培训或求职，及（2）继续从事中等后更高层次的学习，或者求职。虽然在

这方面关于连续性的研究有限，双重注册学习表明是一项有前途的成果。例如，卡尔普、卡

尔卡格诺、休斯、吉盎、贝利（2007）发现，那些具有双重注册机会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后

更有可能留在大学就读。布拉格和鲁德（2007）报告说，双学分课程有助于“在获取大学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方面加速进步和成功”（ p. 4），这表明双学分和 CTE可作为继续上

大学和完成大学学业的催化剂。此外，扎阿提埃里、德安娜和奥沙利文-马利莱（2007）测

量了中学阶段开设的健康职业课程对学生的学业稳定性和职业的影响。他们发现，97％的

参与者高中毕业后继续接受教育；49％的 2年制大学毕业生以及 57％的 4年制大学毕业生

都试图从事与健康相关的职业。然而，制订毕业后的继续教育规划仍需进一步研究。 

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首先，这是显而易见的，参与 CTE课程（例如，

岗位进修、职业路径、职业吸引力教育、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技术预科）的学生自我效能感

更强，职业认知更高，上大学的准备更充分，职业目标更清晰，大学的参与水平更高，等等。

此外，这些课程还使学生从事一些有目的的职业养成活动（例如，技术预科、高等职业技术

学院），以便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到职业探索课程、工作见习和职业咨询。从总体上看，这些

课程，直接或间接地为学生提供了其养成职业身份感和职业成熟感的探索机会。然而，中学

后学习的连续性问题仍然为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所关注。 

 

                                  结论 

    CTE教育实践家可能会把职业养成的争论看作是 CTE的 POS这个主题的分支。然而，

本次讨论认为这决不是一个分支，因为职业养成应该是建立 POS的基础之上。POS的选择

激化了所有中学层次职业课程的矛盾，因为未来职业目标的确定实际上是学生在整个职业探

索阶段做出的。学生选择他们希望学习的课程，作为一种对职业的探索，并充分地为职业做

准备。然而，许多学生了解到最初吸引他们的职业并不是他们期望的，或不适合他们的个性

和目标。因此，许多学生重新考虑他们的选择，并可能通过学习不同的课程进一步地进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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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这不应被视为学生角色的失败，而应该视为职业养成过程的必然组成部分，其结果是帮

助构成个体的职业身份。  

    如果学生尚未准备好对其兴趣和未来职业做出坚定选择，那么为何要求他们这样做呢？

向他们提供探索机会而不只是孤立地进行技能培训，岂不是更合适吗？一般而言，学校只能

在初中阶段和高中初期提供探索的机会（例如，个别指导、职业课程、工作见习、职业博览

会），而且本来能提供的机会就很有限。年轻人要从这些经验中内化信息，他们需要做出最

初的选择，并给予他们深入接触岗位的机会。要真正考验他们的愿望与职业要求之间的契合

度，学生必须学会履行他们感兴趣的职业所要求的职责。然而，回顾一下“青年实训”（见

《与课业规划：技术准备、职业路径和青年实训相近的先前三次改革效果分析》）

发现，很少有雇主愿意为青年人提供技能培训。 因此，对许多中学生来说，CTE课程既是

潜在的职业探索路径，也是准备进入这些路径、促进职业养成的一个手段。 

显然，在学生选择 POS 前，学校会为学生增加就业知识而提供许多机会。在学校学

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了解职业，并且有许多可以利用的资源。用谷歌搜索“职业探索

课程规划”会产生 367,000个条目。即使学生逐渐了解到最初的职业目标并不适合，然而，

就业知识学习仍然会与职业探索有关联并对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职业兴趣会提高学生的动机和参与度——这逐渐成为共识。司铎恩（2004）描绘了

CTE 会提高参与度的几种特定方法。综合学校改革与促进中心（2007）总结了学校采取的

一些教育方法,这些方法既能促进学生参与，也能提升活动成果。许多方法，例如长期项目、

实践活动和差异化教学，是与 CTE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院发表了

针对预防辍学的草案并指出：“实施职业技术教育（CTE）是为所有学生就业及接受高等教

育提供‘多条路径’参与的一种方式。” (Dynarski et al., 2008, p. 34)研究院认为支持这一论

断的证据是“充分的”。只要有机会，教师就可以要求学生学习 POS 必需的、准确的相关

内容，并教会他们面对这些挑战。在 1999年富兰克·帕森斯写道： 

我们通过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指导孩子，然后把它们丢进这个复杂的世界任随他们沉没

或漂游。然而与其他指导相比，没有一种指导比职业指导更重要，因为职业指导可以提供从

学校到工作的过渡的各种指导——职业选择、足够的职业准备以及效率与成功的达成。 

读完这段文字，有些学生和教育者或许会想自从帕森斯写完这些文字在过去的 99 年

里是否已发生太多的变化。让学生参与教育过程并为其进入职场做准备，这样的工作已经做

了很多，然而仍然有大量的事情要做。也就是说，在学生教育中职业养成应成为一个有目的

的过程。此外，职业养成需要在其成长早期开始，这时孩子们正处于学习、玩耍和幻想的过

程之中。根据苏泊尔及其他理论家的观点，这些经验为孩子们养成并确立职业理想提供了必

要的工具，因此，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应当为他们职业养成的探索作好准备。 

在学生的整个教育历程中，职业养成应该呈现一个有目的的过程。以学生的结果为基

础，有证据表明早在 POS之前 CTE课程就存在职业养成了。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一证

据似乎正成为普通课程的副产品，而且未必是有目的的职业养成努力的结果。在 CTE 课程

研究中不但需要更多的有目的的职业养成努力，而且需要针对这些努力更好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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